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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武术教育为研究对象，从国民教育的宏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建国以来学校体

育和武术教育相关法令法规的梳理，提出强化国家意识是应对当前国家意识淡薄的需要，是摆脱

体育课概念的武术教育的需要，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指出强化国家意识，必须开展武术教育，

必须开设武术课，必须配备专业武术教师，必须考核武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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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awareness” must be intensified for rebuilding a new syste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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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basing their research subject on Wushu education in China, and by reviewing school physical educa-

tion and Wushu education related laws and legislations enact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from the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of citizen education: “national awareness” is required by 

weak national awareness nowadays, by Wushu education that gets rid of conception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by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pointed out that for intensifying “national awareness”, Wushu edu-

cation must be developed, a Wushu course must be opened, professional Wushu teachers must be provided, and 

Wushu education must exa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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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 21 世纪，世界各民族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

征和趋势就是体育的全球化，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

转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深刻地影响着各国体育文

化的进程。而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地位，伴随着全球

化进程超越时空、跨越地域的浪潮，正在有力地冲击

着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这个文化被认作为“软

实力”的时代里，西方体育理念正悄悄地潜入到国人

的头脑中，尤其影响着青少年对体育项目的认识，一

些带有浓郁西方色彩的体育项目成为青少年热衷的对

象，而作为民族传统体育优秀代表的中国武术却处于

被冷落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武术存活和发展

的重要传递方式和场所的学校武术也遭受到西方竞技

体育的强有力冲击，“学校武术教育正在被形式化——

有大纲规定，有教学内容，有教学计划，但无人教，

无人学”[1]178，甚至“一些学校取消了武术课，不少学

校中武术教学‘名存实亡’”[2]130。在这普遍而又严峻

的事实面前，很多问题引起我们的深思：近百年的学

校武术为何得不到重视甚至被削减？人们对学校武术

教育的认识究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1  国家意识需要强化 
“国家意识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以全社会

代表的姿态对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和全部社会关系的反

映。由于国家意识是通过受国家机器保护的法律、制

度等形式对整个社会产生强制性的约束作用，是利用

官方宣传和行政手段对整个社会意识产生普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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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它在社会意识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3]。从

根本上说，国家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于

个人与国家、国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反映。这里我们

只谈前者的关系，即对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反映。

在这一关系中，既包含认识层面上的个体对国家的权

利义务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例如，国家制度、政府政

策等对个人需求与利益的满足度，个人对国家制度、

政策的认同度与服从度，以及个人对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做出努力和贡献的意愿度；又包含情感层面

上的个人对国家、民族拥有的爱恶荣辱的情感，如对

国家历史的情感、对国家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对国家

各方面发展的关切等等。当然无论是个体对国家、民

族的积极的抑或消极的认知与评价，都应纳入国家意

识的范畴。所以，学校武术必然与国家意识有着直接

的联系。 

1.1  国家意识淡薄的武术教育 

在国民体质普遍不高的建国初期，提高身体素质

成为当时群众体育的主要目的。学校武术更多的是履

行其自身的健身价值。1951 年试行的“劳卫制”是当

时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从国家意识层面看，

没有强制性规定武术课必须开设，1961 年，“在总结

经验的基础上，对 1956 年的《教学大纲》作了修订，

根据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体育，体

现出教学大纲民族特色的精神，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

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列入同年编订出版的《全国大、

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武术在小学体育课中每学期

6 学时，中学 8 学时；小学从三年级起为武术基本功、

基本动作、组合动作，武术操，初级拳；中学为初级

拳二路、青年拳、青年拳对练”[4]。1964 年，试点实

行了《青少年体育标准》。总之，在“文革”前，虽然

各种体育法令法规也不断完善，但也仅仅体现在“各级

各类学校，尤其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上，确保了两节体育

课”[5]的简明规定，没有法令法规对必须开设武术课作

出相应的规定。 

“1979 年的扬州会议被誉为是中国学校体育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的会议，会议要求各级学校要上

好体育课，抓好每天一小时的体育锻炼等”[6]。此次会

议仍然没有对开设武术课做出相关规定。此后如 1983

年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

意见》、1987 年国家体委发布的《关于加强武术工作

的决议》、1992 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学校体育工作条

例》、“1993 年国家体委群体司汇同国家教委有关部门

和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召开在《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

行办法》中增加武术试点的工作会议”[4]，乃至于到

1995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体育法》，等等一些与

学校体育有关的法规决议都没有制定关于武术课的条

款。2004 年 3 月 3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中

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中第四

条“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实施途径中明

确指出，各学科有机渗透民族精神教育，把弘扬和培

育民族精神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全过程，贯穿在学校

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体育课应适量

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7]。这是国家部委第一次将武术

课单独作出规定。但是，对于目前的学校武术现状而

言，分量显然太轻。 

目前的学校武术总体现状更能反映出当前国家意

识的薄弱。例如，“很多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仅重视

学生的文化课学习，对武术课重视不够。对于武术教

学只有 22.4%的学校非常重视或重视，大部分学校重

视程度一般或不重视，导致 70.3%的中小学没有开过

武术课。……有些学校体育不仅没有武术内容，而且

削减武术以增加跆拳道等域外武技项目”[8]。从华北、

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华中、华南各地区的调查

综合看武术教学计划的完成情况，“83.7%的中小学在

教学计划中都安排有武术内容，但能完成武术教学任

务的只有 21%，另有 48.1%的学校能部分完成；还有

14.3%的学校虽然教学计划中有武术的内容，但却没

有武术教学；13.7%的学校在教学计划中根本没有武

术内容”[8]。对于学生而言，对武术的认知程度就更让

人担忧。“了解武术的途径比较狭窄，主要通过武打影

视和武侠小说二者所占比例分别达到了 86.9%和

46.2%，学校武术课仅占 26.9%，……很多学生把跆拳

道和拳击归属于武术，甚至还认为搏击、西洋剑、合

气道、空手道相扑也属于武术”[8]。 

上述现象说明，无论是学校的领导、老师还是学

生，对武术课的意义和武术的意义都缺乏认识，根本

没有形成国民意识。而国民意识是国家意识的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国家意识所主导的中国武术教

育，也仅仅成为一种姿态和意志存在着，它没有按文

化教育的规律占取应有的资源”[9]。所以，必须强化国

家意识，把这种意识灌输到人们的脑海中。当前，我

国 2 亿多青少年儿童基本上是在各级各类学校学习的

学生，这是一个庞大的学习群体，把各级各类学校作

为武术教育传承的“主战场”，对武术在全国范围内的

广泛传承，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通过强化国家意识，

借助学校教育的集团优势，更好的拓展武术的普及面。 

1.2  “体育课”概念下的武术教育生存空间狭窄 

中国武术被作为一个运动项目而跻身于体育领

域，学校武术也必然以体育课形式出现在学校教育中。

“作为中华民族身体文化的代表——武术，不论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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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还是初中、高中的教材体系，仅仅是众多‘身体

运动’项目中的一个，一个不同学年段的在校生，所

接受的武术教育的时间往往只有几个小时甚至更少；

当下的身体教育的教师，所拥有的一切身体文化的知

识、技能储备已经是完全西方体育化的程式”[9]。 

“武术寓于体育，但高于体育”，其主要原因还在

于它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倘若仅把武术视

为一个体育项目，这就远远不能包容其全部内涵。倘

若割裂了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武术就不能称

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武术，更不可能高于一般体育。

传统武术文化体系中所包含的“德”、“技”、“道”更

是全面地展现了武术的民族性。 

“夹杂在体育教育中的中国武术被运动化，夹杂

在体育教育中的中国武术被边缘化，夹杂在体育课中

的武术教育被弱化，夹杂在体育课中的武术教育被软

化”[9]。作为众多运动项目之一的中国武术在学校教育

中存活的空间越来越小，同时“全面充斥着西方体育运

动项目的学校体育教育，正在使我们一代代黄皮肤的炎

黄子孙，遗忘维系民族命脉的自身体育文化”[1]178。所

以，强化国家意识是解决当前武术生存困境的必须，

是对武术教育特殊意义的再认识。 

1.3  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需要 

武术教育作为传播传统文化的“基石”，对于塑造

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精神，帮助他们体认民族文化认同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从不拒绝外来文化，却不

能忽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丢弃自己的传统”[2]111。时至

今日，中国武术遭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尤其是韩国

跆拳道和日本空手道的影响，青少年把目光过多地转

向了他国的武技，有报道称，“跆拳道将中国武术踹出

大都市”，很多武术老师“转行”传授跆拳道的现象也

确实存在着。这是武术发展的遗憾，着实令人痛心。 

毋庸置疑，民族传统文化正在青少年一代中严重

丢失，学生对蕴含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武术兴趣在

降低。研究表明：各类学校虽然把武术设置为公共基

础课和公选课，但由于教学内容单一、教法单调、教

师专业技术水平不高等原因，导致了学生对武术认识

不全面、理解不深，出现了“学生喜欢武术，而不愿

上武术课”的现象，学生对武术的兴趣不高。在中小

学，虽然武术列为必修课和选项课的内容，但是事实

上目前全国没有几所中小学校开展正规武术教学。“武

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武术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

史，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得

到普及与发展，习练武术的外国人逐步增多，对其文

化内涵兴趣很浓。而中国青少年大多对本民族的传统

武术了解较少，甚至不了解。源于中国的武术没有在

青少年一代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展是值得我们认真思

考的问题，由此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在学校开展武术教

育的具体措施势在必行。 

“武术尽管在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成分，但占主

导地位的应该是一种文化”[1]85。所以，武术教育首先

就是要从武术与文化入手，否则武术这一民族文化在

青少年一代丢失就更加严重。在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趋

势下，每一个民族的个性如何体现，民族精神很重要。

现在在体育课中增加武术内容，不仅应将武术作为锻

炼身体的手段，而且应作为弘扬民族精神的手段，要

按照时代的需要、民族的需要来推动武术的发展。 

中国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现代化革命，随着现代化

的进行，必须要在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寻找一种平

衡，并协调处理好现代化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

关系。一方面，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必由之

路，不应当拒绝；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有自己优秀的

传统文化，应保持民族的基本特点。拒绝现代化将意

味着中华民族的贫穷，丧失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则意

味着中华民族的消亡。因此，中国人民所建设的现代

化必须不能脱离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具有某种

中国文化的特质，具有中国特色。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建设不仅要有物质文化的繁荣，还必须有传统文化的

繁荣。因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优秀文

化所积淀的成果，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更是中华

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10]。 

伴随着中华文明走过几千年风雨历程的中华武

术，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氛围中孕育、产生、

衍化发展的，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粘附和涵摄，

自然地融合了儒、道、释等家的易学、哲学、中医学、

伦理学、兵学、美学等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

注重内外兼修，逐步形成了独具民族风貌的传统武术

文化体系。它内涵丰富，寓意深邃，既具备了人类体

育运动强身健体的共同特征，又具有东方文明所特有

的哲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是中国人民在体育领域

中的智慧结晶。武术以其内在的深邃理论和外在气势

磅礴的运动形式构成了令世人赞叹不已的“博大精

深”。因此，武术是一项民族体育，更是一种中华民族

的文化形态，是中国人民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文化遗

产。 

武术区别于世界各国的武技武道，其显著的特点

就是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从文

化意义上讲，它更让人不容易接受。它会让学习者有

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不可能像拳击、跆拳道那

样简单易学。因为中国武术是一种“用心”的文化，

“是一种内化的技艺。它通过建立于个人根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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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后天的努力与对武术的执著与追求，由外到内，

再由内而外，又无形至有形，进而回归无形——这样

一种教化的过程；通过对人与自然、宇宙以及天宇与

拳理的体悟从而回指内心，使精神获得一种整体的提

升”[11]273。而拳击、泰拳、跆拳道相对来讲是一种“用

脑”的文化。因此，继承传统武术文化中的精华，提

高全民族整体身体素质和人文素质，促进我国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教育传承的手段，发挥中国武

术应有的教育功能。“强化国家意识，使中国武术教育

承担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强化国家意识，使中国武

术教育成为面向所有受教育者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教育

内容”[9]。 

 

2  武术教育的国家意识必须强化 

2.1  学校教育必须要有武术教育 

“从文化学上看，任何一个人，都是历史文化的

遗传物，都是当代文化的承载者和未来文化的创造者。

对于当代人来说，历史并非只意味着时间上的过去，

还真切地涵盖着现在和未来。现世的每个人，既承载

着历史，又延续着历史”[12]。这是历史固有法则下的

必然，也是文化流淌向未来的活水源头。学校就是文

化历史继承和传承最好载体，是人们知识不断积累与

创新的场所。而老师则承担着文化传递的义务与责任。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当代

学校这片土壤来发展。 

武术不仅具有现代体育的功能——强身健体，同

时作为一种系统整体性的文化载体，更能体现出德、

智、美及促进人个性发展与完善等的社会文化教育功

能。黑格尔认为人需要教化。而教化的本质是使个体

的人提升为一个普遍性的精神存在，使人摆脱直接性

和本能性；亚斯贝斯认为教化的标志是要有一种“接

受影响的悟性”。追求教化是中国武术的精神追求，能

更贴近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符合中国武术武德第一

的规律，顺从了文化教育“育人第一”的最终目的。

它像涌动不竭的清泉，滋润着习武者的生活，陶冶着

他们的情操，成为建立和谐社会共同遵循的伦理准则。

因为“武术所关注的是对人的心灵能力的整体塑造，

通过感性的身体运行形式对人的血气、情感、身躯和

欲望趋向进行涵养，并使他们相互融渗、化通，从而

使练习者受到一种全面的教化，获得一种新的、创新

性的品质”[13]。 

但是在当代的体育教学中，随着大量以西方体育

理念为主的新兴体育项目的涌入，学生有了更大的自

由选择度，兴趣所指，也大多是一些动作比较简单，

形式比较新颖的体育项目，学校体育工作者更多地迎

合了当今学生的一种心理需求，再加之“以学生为主

体”的要求，人们十分重视在教学中使用的方法，如

启发式、疏导式、主体教学等，但忽视了对武术教育

主体地位的保障，即缺乏对武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

硬性规定，这也是武术课在学校被边缘化甚至被取消

的原因之一。毋庸置疑，各个学科的教学，都有自己

的教学目的，不管人们使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教学

目的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人们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保证学校武术在学校教

育中的状态，必须得到学校教育的高度重视。学校武

术教育目标的实现，手段的实施、方法的运用，内涵

的阐释等等，这些都需要在学校教育中必须有武术教

育，如果脱离开武术教育，那么武术所具有的各种教

育功能都将无从谈起。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经说过，“如果新加坡要想避

免被西方价值所淹没，新加坡要想在其人民心目中真

正而牢固地树立起一个独立完整国家的思想，就必须

得有自己的国家意识；否则，在未来的发展中，新加

坡就将陷入到一种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14]。而从实

际情况来看，新加坡人逐渐增强的国民意识，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依赖于政府的正确提倡和积极引导。同样，

我们在对待武术教育的问题上，也应该借鉴新加坡把

国家意识的培养纳入到广泛的学校教育活动中去，将

武术教育提升到国家意识的高度，国家要确保武术教

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并正确提倡和积极引导，使

武术教育充分发挥出自身所具有的巨大能量，整个民

众的国家意识就会得以强化。 

2.2  学校教育必须开设武术课 

在当今中国的学校教育中，英语课成为必设的科

目，京剧也进入课堂，而学校武术的发展却依附于以

西方竞技体育理念为主的体育课之上，这对于学生充

分认识武术的重要性显然是不利的。外来强势体育文

化的冲击，使青少年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出现了危机。

在跆拳道等域外武技项目被我国青少年追逐为时尚运

动的同时，武术却日益受到国外人士的喜爱，新加坡

还将武术列为中小学体育课的必修内容。被誉为国粹

的武术在我国教育中倍受冷落，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

反思。 

我们开设武术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国民教

育、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将武术课作为学校教育中

必须开展的一门必修课程来对待，并使其制度化，面

向所有学生，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一个主要方向。“全

面实施‘2+1’课程模式，将中小学身体教育课程设

置为每周两节体育课和一节民族传统体育课程”[1]169。

强化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教育，夯实民族文化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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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少年人群中的基础，是我们复兴武术的前提。各

级教育部门只有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从国家意识

的角度考虑，保证武术课在学校教育中的位置。而对

于有些学校取消武术课的做法，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

度重视。 

1995 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第十八条明文规定：“学校必须开设体育课，并将

体育课列为考核学生学业成绩的科目。”[15]1990 年 3

月 12 日实施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七条规定：“普

通中小学、农业中学、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各年

级和普通高等学校的一、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育课。”[15]

这两个法令条例体现着国家意识下的强制性为学校体

育课的开展提供法律保证。武术课作为学校武术教育

的核心环节和突破口，武术主管部门、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教研机构和学校也必须要有国家意识的大局观，

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武术课的实施加以保证。

只有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保证严格执行武术课程

计划，满足武术课程、武术课时的需求。 

2.3  学校教育必须配备专业武术教师 

武术教师对于武术在学校的普及、推广和发展至

关重要，但是长期以来，在学校教育中却忽略了对武

术教师能力的培养，不具备过硬武术教学实力的武术

教师充斥了课堂，一些专业的武术教师由于各方面因

素被拒之门外。显然，已经有学者意识到武术教师在

武术教学中的作用以及存在的现状，“简单说，客观上

条件有学生、有武术教材、有教学条件等相关因素，

而主观上体育教师不具备武术特长或武术教学能力，

使得我国学校武术教育几乎处于名存实亡的现状，这

是不争的事实”[16]。根据蔡宝忠带领的《东北地区学

校武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研究》课题小组所调查的数

据显示：在东北三省 27 所省会城市中小学中，有

25.83%的学校开设武术课，而 72.94%的学校没有开设

武术课。造成的原因依次排列为：缺少武术专长教师、

缺乏简明有趣的教材，其他教师不愿承担教学任务、

学校无要求，受场地器材限制、学生不喜欢《教学大

纲》中的教学内容等。另外，根据云南的调查资料：

在调查的 441 名中学体育教师中不能掌握中学武术教

学内容的有 268 人，占 60.8%；江苏的调查资料表明：

对 86 所大中小学的 575 名教师进行调查，60%以上的

人对武术不通或不感兴趣，只有 10%的有武术专长；

山东的调查资料显示：对 133 个市县、区所有的第一

中学调查，有 124 所学校没有武术专长教师，高达

93.2%。现阶段的师资现状是很难承担起学校武术教

育任务的。在学校武术教育中，要解决这种由武术师

资造成的损害，我们“应该从武术教育工作者的培养

入手，强化现有教师群体的武术知识和技能，构建一

支合格的武术教育教学队伍。”[1]179 

随着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有着悠久历史的传

统文化正在回归主流。2004 年北京中考作文的命题就

是《太极拳》，这引起了学生和家长对传统文化的广泛

重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第三

十条“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

的传承”中规定：“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

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就体育课而言，最

具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莫过于武术。为了更好地落实

《纲要》精神，切实抓好学校武术教育，做到：一是

面对武术教学的困境，设立师资培训短期发展目标更

切合实际。教育、教研部门要加大对体育教师武术技

能的培训，要定学校、定教师、定数量地限期达标，

以点带面地完成“学习目标”所调控的武术内容。同

时聘请民间有影响的拳师参与武术教学和训练活动，

有效地发展地方特色拳种，弘扬民族文化。在适当的

时候，设立武术单科评优课，倡导和鼓励有更多的体

育教师推出武术精品课程。二是面对武术教学的正常

化，制定学校武术发展长远规划。教育、教研部门要

硬性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必须至少配备一名武术专业

教师，或有武术专长的体育教师。 

2.4  学校教育必须对武术进行考核 

对学校武术进行考核是对武术课的开展情况、效

果的评价，它为武术课最终的目标服务。1990 年 3 月

12 日实施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第二十六条规定：

“对在学校体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各级

教育、体育行政部门或学校应当给予表彰、奖励。”第

二十七条规定：“对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

位或个人，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令其限期改正，并视

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

分。”其中前两款就是“不按规定开设或者随意停止体

育课的；未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含体育

课)的”[15]18 这些处罚与奖励是对体育课开展情况的一

个基本的文件保证。由此，对学校武术的考核首先也

必须以明确的法令法规来加以规定，这是国家意识行

政手段的体现。 

对武术课进行考核，可以借鉴《教育部关于落实

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体育活动时间的意见》中关于评估、

督导的相关条例。“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将落实学生每

天一小时体育活动工作，纳入对中小学校的综合督导

内容及评估指标体系，加强督导检查。同时，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也要把这项工作列为对学校日常教学工作

的检查、学校校长年终考评以及有关的工作评比内容

之中，定期进行检查、督促”[15]153。所以，首先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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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设置中武术课的设置进行考核。各级教育督导

部门应落实对各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进行考

核，包括是否开设武术课、是否挤占武术课时、是否

配备了专业的武术教师等等。在学校中，校长应当是

第一责任人和被考核人。只有以行政的强制性手段来

强化人们对开展武术课的认识，才能保证武术教育在

学校教育的顺利开展。其次，对武术教师的授课情况

做出考核，考核武术教师的授课内容、授课能力。 

 

自武术进入教育体系后，人们就对中国武术赋予

了新的价值，注入了新的内涵。正因为如此，中国武

术的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时代出发，

对武术教育的目的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想和设计。但

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武术教育的内容应该改变过去那种

泛西方体育观念的倾向，凸显武术教育的真义，使武

术教育真正成为传承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一种

教育手段。武术教育目的的实现之路注定荆棘丛生，

现实也表明：在当今的武术教育中，由于武术教材实

施的片面、武术教学内容的空洞、武术教学方法的单

调、武术教学目标的模糊等，使武术教育陷入泥潭，

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教育的“副产品”，长此以往，武

术教育必定名存实亡。在这种背景下，唯有提升武术

教育的地位，强化国家意识，才能促使武术教育活动

的顺利开展。要强化其国家意识，这就注定了在学校

教育中必然要有武术教育、必然要开设武术课、必然

要配备武术专业教师和对武术进行考核，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 王岗. 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自尊[M]. 北京：北京

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2] 邱丕相. 中国武术文化散论[M].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7. 
[3] 吴顺长，张风. 民意学[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社，1991. 
[4]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 中国武术史[M]. 北京：人

民体育出版社，1996. 
[5] 傅砚农. 中国体育通史. 第 5 卷，1949-1979 年[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6] 郝勤. 中国体育通史. 第 6 卷，1980-1992 年[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7] 中宣部，教育部. 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教育实施纲要[N]. 中国教育报，2004-04-03. 
[8]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 我国中小学武术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9] 王岗，邱丕相. 重构中国武术教育体系的理论研究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3):61-66. 
[10] 黄卓越. 文化的血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4. 
[11] 王岗，方国清. 中国武术：一种君子文化的新诠

释[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33(4)：27-30. 
[12] 董广杰. 龙的传人与龙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透

视[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 
[13] 王岗. 中国武术：一种追求教化的文化[J]. 体育

文化导刊，2007(3)：29-32. 
[14] 冯鹏志，郝永平. 新加坡国民素质考察报告[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15]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学校体育工作重

要法规文件选编[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16] 蔡宝忠. 学校武术教育的现状：“有米难为无巧妇

之炊”[J]. 中国学校体育，2007(5)：26-29. 
 

[编辑：李寿荣] 


